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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年来，江苏开放大学积极服务

地方、服务市县开放大学、服务校友

企业，担当地方经济社会发展“助推

器”，让终身学习飞入更多江苏“百

姓家”，使教育创新在扎根基层、服

务社会中生根开花。

服 务 地 方 ，形 成 校 地
融合“朋友圈”

学 校 突 破 教 育 不 出 校 门 的 “ 藩

篱”，推动园区、校区、社区“三区

联动”，为服务地方发展注入新动能。

以远程教育、学分银行等形式助

力 地 方 发 展 ， 学 校 和 涟 水 县 委 组 织

部、省委驻涟水帮扶工作队共同举办

“千名村 （社区） 干部学历素质提升

计 划 ”， 为 基 层 培 养 “ 不 走 的 大 学

生”；发挥江苏省终身教育学分银行

“立交桥”作用，推动长三角地区开

放 教 育 不 同 类 型 学 习成果的互认与

衔接。

学校为地方发展提供人力、智力

和科技支撑，与浦口区社保中心合办

公 益 项 目 ， 让 社 区 老 人 “ 艺 术 养

老 ”； 商 学 院 帮 扶 涟 水 县 “ 安 东 米

富”电商平台，让农产品插上“电商

翅膀”；建筑工程学院服务响水县残

疾人家庭的无障碍设施改造，让他们

暖心无“碍”。学校广泛开展与地方

的党建共建，以新校区落地南京浦口

桥林街道为契机，与浦口经济开发区和

桥 林 街 道 共 建 “ 三 区 党 建 红 色 联 盟 ”；

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为 浦 口 区 委 党 校 列 出

“教育服务菜单”，让大学党课亮相地方

党校课堂。

服 务 市 县 ，盘 活 系 统 办
学“辐射圈”

学校用心帮扶，把“江开方案”代

入特色学院建设“方程式”，将先进经

验延伸至办学体系“神经末梢”。

学校与地方政府、知名企业共建京

东电商学院、智能制造技术学院、社区

教育管理学院三大特色学院。学院、部

门与对口特色学院开展党建共建，用心

搭建三个特色服务平台。商学院和京东

电商学院共同回答“将专业建在产业链

上”的时代之问；信息工程学院与智能

制造技术学院签署党建共建协议，在无

人机专业建设等方面实现合作；江苏省

社会教育服务指导中心服务社区教育管

理学院，积极承办省内外社区教育专题

培训。

学 校 以 73 家 市 县 开 放 大 学 为 “ 毛

细血管”，让优质教育深入基层。国开

分部教管中心与区域开放大学开展班子

“联带”，打造 6 支学习支持服务团队；

艺术 （健康） 学院党总支部组织党员前

往南京、苏州、徐州，为开放学员答疑

解惑。学校通过培育骨干队伍、学科专

业课程建设、信息化建设等措施，为市

县开放大学“培土施肥”。

服 务 校 友 企 业 ，构 筑 校
企合作“生态圈”

学校为校友事业发展提供丰厚的环

境 土 壤 ， 助 力 “ 江 开 系 ” 企 业 抱 团 成

长，实现资源、科研、文化、人才深层

次联系。

学 校 积 极 推 动 同 校 友 企 业 党 建 共

建，为校友企业输送培养人才，与校友

企业开展专业领域学术交流，共同孵化

学术成果。设计学院以“一班多企”订

单 班 培 养 模 式 为 校 友 企 业 培 养 适 配 人

才；建筑工程学院与校友企业签署横向

课题技术服务合同。

学校设立校友联谊会和各学院校友

联谊分会，定期举办校友返校日活动。

外国语学院和设计学院策划“暑期校友

寻访记”系列活动，传递母校情谊，搭

建了学校、企业、师生多方合作平台。

学校以党建“三结合”为引领，进

一步打破教育“壁垒”，形成因地而设

的发展定向、受地支持的资源导向、为

地 服 务 的 价 值 取 向 ， 促 进 党 建 共 建 共

享 ， 产 教 互 融 互 补 ， 教 育 成 果 落 地 落

实。“更好地完成省政府赋予的服务江

苏学习型社会建设及承担全省社会教育

领军责任的使命。”学校党委书记王建

明说。

江苏开放大学：

扎根基层 服务地方 让终身学习飞入更多“百姓家”

（数据和信息来源：江苏开放大学） ·广告·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孙 山

如今，在以 B 站为代表的青年文化圈

中，出现了一种“破圈”现象，即原来一

些局限于某一群体的圈子，打破了固有的

界 限 ， 与 其 他 群 体 相 互 交 流 。 这 种 “ 破

圈”现象也反映出了当下青年社交与心态

上的变化。

日前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

合问卷网 （wenjuan.com），对 1957 名 18-
35 岁青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94.6%的

受访青年有兴趣圈，仅 17.3%的受访青年

只想待在原有圈子里，77.4%的受访青年

认为应该勇于“破圈”，尝试多元文化。

受 访 青 年 中 ， 男 性 占 46.1% ， 女 性

占 53.9%。 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32.4%， 二

线 城 市 的 占 48.4% ， 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

16.9% ， 城 镇 或 县 城 的 占 1.8% ， 农 村 的

占 0.5%。

94.6%受访青年有兴趣圈

北 京 某 高 校 文 学 专 业 研 二 学 生 刘 妮

（化名） 非常喜欢传统文化，读诗词、弹

古琴都是她平时喜欢做的事情。在本科期

间，她加入了学校的诗词社团，和社团同

学一起讨论诗词文化。刘妮慢慢发现，近

些 年 传 统 文 化 圈 有 了 “ 破 圈 ” 发 展 的 势

头，“传统文化借助新媒体的形式，有了

更多的传播渠道，比如我们社团里既喜欢

音乐又喜欢诗词的同学，会把诗词用歌曲

的形式唱出来，再拍视频放到社交媒体上

传播”。

刘妮也发现，如今有更多人愿意接触

传统文化了。“以前年轻人可能对国粹不

太感兴趣，但现在有不少综艺节目会请国

粹的传承人参与，让更多人有了解传统民

俗文化的机会”。

调查显示，94.6%的受访青年有兴趣

圈。42.2%的受访青年表示自己愿意“破

圈”，大大高于只愿意待在原有圈子里的

比例 （17.3%），还有 40.5%的受访青年会

视情况而定。

交互分析发现，受访男性愿意“破圈”

的比例 （43.5%） 高于女性 （41.1%），二

线城市受访青年愿意“破圈”的比例更高

（43.1%）。

在 北 京 某 私 企 工 作 的 潘 文 （化名），

是某视频平台的“重度爱好者”，他开了

视频平台的年会员，闲暇时间就在平台上

刷视频，他觉得“破圈”是现在年轻人中

比较流行的趋势，“就拿我喜欢看的几个

UP 主的视频来说，大部分都是以传播知

识为主的。他们用风趣幽默的形式，把自

己领域的专业知识，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呈

现出来，降低了专业知识的传播门槛，更

容易被理解”。

今年 28 岁的白乐 （化名），从高中毕

业 开 始 接 触 滑 雪 运 动 ， 到 现 在 已 经 有 近

10 年时间了，在这个过程中她接触了很

多有共同爱好的朋友。白乐觉得，以前冰

雪运动是个相对小众的圈子，随着冬奥会

的临近以及冰雪产业的发展，冰雪运动正

在走向大众化。

你 觉 得 现 在 有 哪 些 比 较 亮 眼 的 “ 破

圈”尝试？61.2%的受访青年选择了“传

统”圈加入现代元素，54.0%的受访青年

认为是“高冷”圈尝试接地气的方式。其

他 方 面 还 有 ：“ 小 众 ” 圈 走 进 大 众 视 野

（51.2%），“ 民 族 文 化 ” 圈 走 向 世 界

（47.8%） 等。

77.4%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应
该勇于“破圈”

潘文觉得，青年“破圈”可以丰富知

识、拓宽眼界，“当一些知识打破专业限

制，能让更多人接触到，获得新的认识。

像我一个理工科出身的程序员，看了很多

科普类的视频，现在对法律、经济、哲学

都很感兴趣，也愿意跟一些新认识的朋友

去讨论、交流”。

在北京从事插画工作的赵鹏 （化名）

觉得，“破圈”是促进交流的过程，“当提

到 青 年 的 ‘ 圈 子 ’ 文 化 ， 可 能 会 想 到

‘ 隔 行 如 隔 山 ’， 每 个 圈 子 有 自 己 的 运 行

模 式 ， 甚 至 还 发 展 出 ‘ 行 话 ’‘ 术 语 ’，

这 些 是 圈 子 本 身 非 常 鲜 明 的 特 点 ， 但 也

有 可 能 会 变 成 自 娱 自 乐 ， 造 成 不 同 圈 子

之间的隔阂”。

对于“破圈”产生的效果，调查中，

66.8% 的 受 访 青 年 认 为 可 以 增 强 文 化 融

合，55.3%的受访青年觉得可以促进不同

群体交流，54.8%的受访青年觉得可以打

破刻板印象，53.5%的受访青年觉得可以

丰富圈子内容。其他方面还有：注入新的

发 展 动 力 （39.6%）、 收 获 更 多 关 注 度

（34.3%）、减少代际隔阂 （19.1%） 等。

“传统文化在‘出圈’的过程中，我

发现不是年轻人对传统民俗不感兴趣，而

是缺乏将他们联系起来的纽带。”在刘妮

看来，不断“破圈”的过程，就是在探寻

更多可能性的过程，“现在很多年轻人依

托互联网发展兴趣爱好，‘破圈’的跨界

融合可以让网络文化有更多发展。”

调查中，77.4%的受访青年认为应该

勇于“破圈”，尝试多元文化。其中，女

性受访青年认为应该的比例 （77.8%） 高

于男性 （76.9%）。

“ 我 认 为 ，‘ 破 圈 ’ 是 青 年 的 自 我 成

长、自我突破。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

传 播 研 究 所 副 研 究 员 杨 斌 艳 分 析 ， 依 托

兴 趣 形 成 的 小 圈 子 ， 对 于 年 轻 人 的 成 长

非 常 重 要 ， 是 他 们 同 辈 认 同 、 社 会 交

往 、 情 感 交 流 、 伙 伴 关 系 的 重 要 载 体 和

渠 道 。 青 年 有 勇 气 、 有 胆 识 突 破 原 有 的

圈子，发展新兴趣圈是很好的事情。“新

力 量 的 加 入 和 不 同 兴 趣 圈 的 融 合 ， 不 仅

使 ‘ 破 圈 ’ 的 年 轻 人 有 了 新 的 发 展 ， 也

可 以 为 原 有 的 圈 子 带 来 新 的 理 念 和 文

化 。 在 整 体 上 会 增 加 青 年 的 包 容 度 、 多

元性和灵活性”。

77.4%受访青年认为应该勇于“破圈”
只想待在原有圈子的受访青年仅占17.3%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王品芝

近 来 ，“985 相 亲 群 ” 话 题 火 了 。 无

论是工作、相亲还是生活，仿佛越来越绕

不开学历。你怎么看学历对人生的影响？

日前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在

中青报官微发起一项“你觉得拥有高学历

就 意 味 着 人 生 进 入 Easy 模 式 （简 单 模

式） 吗 ” 的 投 票 ， 2605 名 微 博 用 户 参

与。数据显示，20.2%的受访者觉得特别

有道理，学历直接影响未来人生，58.0%
的受访者觉得有点道理，学历某种程度上

是“敲门砖”。

“我研究生毕业找工作时，比本科生

机会要多很多。”在北京某外企上班的杨

庭 （化名） 说，学历的提高确实对自己就

业有帮助，并不是说学历与个人能力一定

相匹配，但现在竞争激烈，用人单位在筛

选 人 才 时 总 要 有 个 门 槛 ， 学 历 就 是 一 个

“敲门砖”。

“学历高的人有更多机会接触到更好

的平台和机会，不光学历，就读院校的培

养水平对学生影响也很大。”王语萍 （化
名） 曾 从 一 所 普 通 院 校 的 本 科 ， 考 上 某

211 高校的研究生，她感觉研究生期间就

读的学校学风更好，老师同学都非常乐意

分享和交流，自己收获更大，对人生的帮

助也更大。

王语萍最近在相亲，“每次介绍自己

时 ， 除 了 家 庭 情 况 、 工 作 单 位 ， 学 历 多

高、毕业于哪所院校也是必须要提供的信

息 ， 自 己 选 择 对 象 时 也 会 考 虑 对 方 的 学

历，不能相差太大”。

而杨庭对相亲也要看学历的情况很不

理解，“网上在讨论‘985 相亲群’，现在

在大城市能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已经很不容

易了，再把其他院校的学生排除在外，那

选择范围不就更窄了吗？”

调查中，13.2%的受访者认为“拥有

高 学 历 就 意 味 着 人 生 进 入 Easy 模 式 ” 的

说法不太对，个人能力更重要，5.3%的受

访者认为完全没道理，学历并不能决定什

么。

王语萍认为，学历确实不能说明全部

的问题，但同等学历的人可能会更有共同

语言，这也是更快找到合适伴侣的方式。

“当然，学历只是一个方面，相处下来适

不适合才是最重要的。如果一个人性格不

行，不愿意付出不懂得尊重，那再高学历

也不值得相处”。

杨庭认为，人生要经历各种各样的挑

战，高学历的人也许会有一个相对好的起

点，但工作几年后，学历学校这些信息就

没那么重要了，大家更看重这个人的经验

和能力。这是一个处处是机会的时代，谁

能更好地把握住人生的机遇，谁就会生活

得更好。

中青报官方微博投票：

拥有高学历是否意味着
人生进入“简单模式”

2021 年 春 节 临 近 。 眼 下 我 国 多 地 出

现 了 零 星 散 发 和 局 部 聚 集 性 新 冠 肺 炎 疫

情，少出行、少流动，非必要不外出，再

次成为人们日常防疫重要举措。全国已有

多地倡议“春节期间不串门拜年”。今年

春节，“云拜年”可能成为很多人的拜年

形 式 。 你 会 “ 云 拜 年 ” 吗 ？ 扫 一 扫 二 维

码，一起来说说吧。

你也可以关注“青年调查”微信公众

号 （微 信 号 ： zqbsdzx）， 点 击 “ 有 奖 调

查”栏目参与调查。填答案有惊喜哦！

奖励说明：我们会在所有答题者中，
抽出 10 名移动幸运读者，每人赠送 30 元
手机充值卡。

“你 今 年 年 终 奖 怎 么 样？” 二 维 码 扫
码调查获奖名单

181××××2732 136××××8870
139××××3099 134××××4589
134××××8610 187××××9822
159××××3987 139××××7553
138××××6459 150××××5170

扫二维码 填答问卷 发表意见

今年春节，你会“云拜年”吗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周 易

我 国 正 处 于 人 口 老 龄 化 快 速 发 展 阶

段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2019 年末，我国

65 周 岁 及 以 上 人 口 占 总 人 口 的 12.6% 。

2020 年 6 月，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《中国

发展报告 2020：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

势和政策》测算，2035 年和 2050 年时，中国

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比例将分

别达到 22.3%和 27.9%。

人口老龄化将对劳动力、基本养老保

险、医疗等带来一系列影响，不仅关乎老年

人当下的生活，也关乎年轻人未来的养老。

有多少年轻人在考虑自己的养老问题？近

日，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通过问卷

网（wenjuan.com），对 1217 名 18-35 岁青年

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89.6%的受访青年认

为 有 必 要 从 现 在 开 始 考 虑 自 己 的 养 老 问

题。要过上幸福晚年生活，受访青年更倾向

于靠自己，然后是靠配偶和子女。

82.9% 受 访 青 年 考 虑 过
自己的养老问题

24 岁的刘思雨（化名）是北京人，在本

科阶段去了国外读书，2020 年她放弃了读

博的机会，选择回国工作。“回国前，我仔

细考虑了未来的人生规划。我想按正常的

节 奏 度 过 自 己 的 人 生 ， 在 从 小 长 大 的 城

市 ，和 朋 友 们 一 起

慢慢老去”。

80 后 青 年 龚

亮（化名）是江苏南

通 人 ，从 北 京 某 高

校 毕 业 后 ，定 居 在

杭州。两年前，他把

父 母 接 到 身 边 养

老。经常和父母在一起，让龚亮对自己的养

老问题考虑更多了。“以前我觉得随着交通

越来越便利，儿女和父母不在一个城市也

没关系。而且父母也总说用不着我给他们

养老。现在我才知道，老人在生活上有很多

不便，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。我希望自己老

了以后，孩子也能在身边”。

调查显示，82.9%的受访青年考虑过自

己的养老问题。

分年龄段看，受访 80 后这一比例最高

（84.8%），00 后 比 例 最 低（69.8%）。分 性 别

看 ，女 性 受 访 者 的 比 例（84.8%）高 于 男 性

（80.2%）。分城市级别看，二线城市受访者

比例最高（83.8%）。

“最近我关注了一个话题，叫‘那些你

30 岁以后明白的事’，有个帖子就说到城

市选择和养老的问题。”在深圳工作的李星

莹最近刚过完 30 岁生日，她觉得随着年龄

增长，身边关心自己养老问题的人越来越

多了，“年轻人对自己的养老问题一定要上

心，它牵涉买房定居、生儿育女、社保缴纳

等方方面面的问题，我就很后悔自己没有

更早地开始规划”。

调查中，89.6%的受访青年认为有必要

从 现 在 开 始 考 虑 自 己 的 养 老 问 题 ，其 中

37.3%的受访青年认为非常有必要。

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年龄越大的受访青

年选择比例越高，紧迫感越强。女性认为有

必要的比例（92.5%）高于男性（85.5%）。二

线城市受访青年选择比例最高（92.4%），一

线 城 市 受 访 青 年 最 低（85.8%）。年 收 入 10
万 - 20 万 元 的 受 访 青 年 选 择 比 例 最 高

（92.4%），年收入 5 万元以下的受访青年比

例最低（80.8%）。

拥有幸福晚年，59.8%受
访青年选择靠自己

“有一个网络流行词叫‘注孤生’（注定
孤独一生，单身网友自嘲说法—— 编 者

注），我之前觉得很好笑，现在觉得是个很

严肃的问题。”李星莹说，“由于人的寿命延

长和生育率下降，我们社会老龄化速度很

快，靠谁养老、如何养老是我们这一代人需

要尽早考虑的问题”。

要在未来过上幸福的晚年生活，年轻

人 寄 希 望 于 谁 ？调 查 显 示 ，选 择 靠 自 己

（59.8%）的受访青年比例最高，接下来是靠

配偶（50.1%）和靠子女（42.1%）。

李星莹说，上一段恋爱结束让她受到

的打击太大，两年多她都不太想谈恋爱。但

最近因为考虑养老的问题，她又开始着急

婚恋问题了。“不过，我身边一些朋友经营

婚姻和养育孩子很辛苦，我也担心能否找

到合适的人过一辈子。就目前来说，我能做

的就是努力赚钱”。

受访者的其他养老依靠还有：养老互

助 组 织（32.7%）、采 购 养 老 公 共 服 务

（29.5%）、社区（22.7%）和单位（16.8%）等。

“我觉得大城市的养老模式越来越完

善了。”刘思雨介绍，她所在小区有一些

集中养老的做法，比如老人食堂，对于生

病卧床、行动不便的老人，还有工作人员

送饭上门。

龚亮认为，这一代年轻人流动性高，

有很多人离开家乡到其他城市定居，失去

了老家的亲友关系网。还有的人换工作频

率高，社保缴纳情况不稳定，都有可能在

未来养老上面临更多问题。

“我们最终都会老去，养老问题提醒

我 们 去 认 真 规 划 自 己 的 人 生 。” 李 星 莹

说 ， 虽 然 年 轻 人 生 活 的 社 会 环 境 越 来 越

好，但也面临老龄化不断加深的问题，必

须有意识地尽早规划。

受 访 者 中 ，00 后 占 9.5% ，90 后 占

53.8%，80 后 占 36.7%。男 性 占 42.0%，女 性

占 58.0%。来 自 一 线 城 市 的 占 29.0%，二 线

城 市 的 占 45.2%，三 四 线 城 市 的 占 21.8%，

城镇的占 2.8%，农村的占 1.2%。年收入 30
万元以上的受访者占 1.7%，20 万-30 万元

的占 7.9%，10 万-20 万元的占 45.2%，5 万-
10 万元的占 34.5%，5 万元以下的占 10.7%。

89.6%受访青年确认有必要考虑自己的养老
过上幸福晚年，59.8%受访青年选择靠自己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周 易

面对老龄化的加速，人口抚养比的不

断上升，不只是老年群体才需要考虑养老

问题，年轻人也需要未雨绸缪。近日，中

国 青 年 报 社 社 会 调 查 中 心 通 过 问 卷 网

（wenjuan.com），对 1217 名 18-35 岁青年

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，67.4%的受访青年

在为自己以后的养老做准备。主要的准备

方式有：存钱和理财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

和购买商业养老保险。53.2%的受访青年

愿意去养老机构养老，14.9%的受访青年

不愿意。

受访青年三大养老准备：
存钱理财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
和买商业险

30 岁 的 李 星 莹 在 深 圳 某 私 企 做 策

划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她越来越关注养老问

题 。“ 养 老 不 只 是 老 年 人 才 需 考 虑 的 问

题。年轻人也必须有意识地尽早规划”。

95 后 青 年 赵 捷 老 家 在 山 东 农 村 ， 在

父母帮助下在县城买了房。在他看来，农

村老人养老忧患意识比较强，这一点也会

影响孩子。他参加了城乡基本养老保险，

父母给自己买了商业养老保险。

调查显示，67.4%的受访青年在为自

己以后的养老做准备。

李星莹正在主动为自己的养老问题做

准备：“除了正常缴纳基本养老保险，我

还开始攒钱，买了一些商业保险和基金。

之前我没考虑过养老，也不太注意理财，

还裸辞过两次，导致社保断缴。我以后换

工作时，会特别注意社保的接续。还希望

能进入一家为员工建立职业年金的企业。”

受 访 青 年 在 为 自 己 的 养 老 做 哪 些 准

备？调查显示，排在前三的是存钱和理财

（62.1%）、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（59.0%） 和

购买商业养老保险 （47.8%）。其他还有：

了解养老机构 （36.7%）、参加职业养老金

计划 （35.1%）、和亲友商量未来一起养老

（25.5%） 以及购买养老地产 （24.6%） 等。

在杭州某私企工作的龚亮 （化名） 认

为 ， 当 前 很 多 企 业 养 老 金 替 代 率 太 低 ，

“我身边有同事 2021 年即将退休，目前月

工资两万多元，退休后不到 1 万元。大部

分 私 企 白 领 只 缴 纳 基 本 养 老 保 险 是 不 行

的，应该早做规划，如果单位没有职业年

金，就需要注意理财，买一些商业养老保

险作补充”。

53.2% 受 访 青 年 愿 意 去
养老机构养老

目前主要的养老模式包括家庭养老、

社区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。年轻人对于机

构养老态度如何？

调查显示，53.2%的受访青年愿意去

养 老 机 构 养 老 ， 14.9% 的 受 访 青 年 不 愿

意，31.9%的受访青年表示不好说。80 后

愿 意 去 的 比 例 最 高 （56.8%）， 00 后 最 低

（32.8%），女性比例 （55.8%） 明显高于男

性 （49.5%）。

“以前我父母也经常说不指望我给他

们养老，等他们行动不方便了，就去住养

老院，还可以交到同龄的朋友。所以我觉

得 未 来 自 己 老 了 ， 住 养 老 院 也 没 什 么 。”

李星莹说，但是两年前有亲戚家的老人因

为儿女不在身边，住进了养老院，不到一

个星期就出来了，宁可在家养老。“目前

不少养老院的条件还是有待完善，而且老

人还需要更多心灵上的慰藉”。

进一步分析发现，在为养老做准备的

受访青年，更能接受未来到养老院养老，

比例为 65.2%，明显高于没在做准备的受

访青年 （28.2%）。

龚亮坦言，如果在未来孩子没办法给

自己养老，他和爱人做好了住养老院或在

小区集中养老的打算。“当然，现在养老

制度也在完善，基本养老金连年上涨，养

老 模 式 越 来 越 多 样 。 年 轻 人 只 要 努 力 工

作、做好规划，幸福晚年还是可期的”。

超六成受访青年
在为自己未来养老做准备

62.1%受访青年在为此存钱和理财

扫一扫 看视频


